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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在乳腺癌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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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"目的
!

探讨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"

(=:

#在乳腺癌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价值$方法
!

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
DC

例乳腺癌患者(

C,

例乳腺增生患者和
)-

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清
(=:

水平!评价其在乳腺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价值$结果
!

在所有

女性血清中均有一定的
(=:

水平表达!且随着疾病恶性程度的升高其水平可明显增高$而在乳腺癌患者中!

(=:

水平与临床分

期呈明显负相关$结论
!

(=:

水平在女性乳腺癌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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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研究发现#前列腺特异性抗原$

(=:

%并非前列腺所

特有#亦存在于女性多种组织和体液中*

9#*

+

'另有研究报道#女

性体内的
(=:

主要来源于乳腺*

.

+

'为此#本文应用化学发光免

疫法$

3<>:

%检测女性乳腺癌患者血清中游离
(=:

$

R(=:

%和总

(=:

$

"(=:

%水平及其比值#并与临床分期等临床指标相联系#

探讨其在乳腺癌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#现报道如下'

D

!

资料与方法

DBD

!

一般资料
!

健康对照组!

)-

例均为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健

康体检女性#年龄
.8

!

)D

岁#平均
,8B)

岁#经检查排除乳腺疾

病&良性对照组!

C,

例乳腺良性增生患者#均来自河北大学附

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#年龄
.*

!

8)

岁#平均
,.BD

岁#经乳腺

组织影像学诊断,活检或术后病理证实&乳腺癌组!

DC

例均为

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患者#诊断标准严格按国际抗癌协会

"!;

分期法#年龄
.)

!

8+

岁#平均
,CB8

岁#经乳腺组织影像

学诊断,活检或术后病理证实*

,

+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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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仪器及试剂
!

采用美国雅培公司
:%01FI20I3>+*--

型全

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&试剂,标准品及质控品均为美国雅

培公司原装进口产品'严格按说明书操作#根据化学发光发射

量#计算各标志物水平#检测灵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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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方法
!

采集月经前空腹外周血
*@<

#以离心半径
+0@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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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
@FG

离心
9-@FG

#分离血清#备用'结果判断!阳性界

定值分别为
R(=: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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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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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-B.8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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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
R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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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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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超过此值即为阳性结果'

DBG

!

统计学处理
!

应用
=(==9-B-

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处

理'计量资料结果用$

VfB

%表示#

*

组均数间比较采用
<

检验'

.

组均数间的比较先行方差齐性检验#如果方差齐#采用方差

分析#两两比较用
<=]

法&如果方差不齐#则采用
_2J01

法分

析#两两比较采用
]LGG2IIh6".

法'计数资料采用
#

* 检验#用

'&GN2%%&GF

法进行两两比较'以
I

'

-B-)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'

E

!

结
!!

果

EB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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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乳腺疾病组间血清
R(=:

,

"(=:

水平及
R

"

"

比值

的比较#见表
9

'

EBE

!

(=:

对乳腺癌诊断的临床评价#见表
*

'

表
9

!!

不同乳腺疾病组间血清
R(=:

(

"(=:

水平及

!!!

R

$

"

比值的情况#

VfB

%

组别
R(=:

$

G

?

"

@<

%

"(=:

$

G

?

"

@<

%

R

"

"

健康对照组
-B-9-f-B--8 -B9*+f-B-C8 -B-Df-B-8

良性对照组
-B-98f-B--C

"

-B9)-f-B9-+

-B9*f-B-8

"

乳腺癌组
-B-*9f-B-*.

"+

-B*+.f-B*C.

"+

-B..f-B*.

"+

1 CBD-) 9,B)D, ).B)8)

I

'

-B-9

'

-B-9

'

-B-9

!!

"

!

I

'

-B-)

#与健康对照组比较&

+

!

I

'

-B-)

#与良性对照组比较'

表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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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乳腺癌诊断的临床评价

组别 阳性 特异 阳性预示 阴性预示 诊断准确

R(=:

*

#

$

Z

%+

.-

$

.-BD

%

..

$

,,B8

%

C*

$

,*B.

%

)8

$

..B-

%

8.

$

.8B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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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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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%+

*.

$

*.BC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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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..B+

%

))

$

.9BD

%

,.

$

*)B.

%

,+

$

*+B9

%

R

"

"

*

#

$

Z

%+

,,

$

,)B,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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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.

$

)+B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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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-

$

)+BC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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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

$

,,B+

%

+

+C

$

)-BD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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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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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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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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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乳腺癌诊断的临床评价

组别 阳性 特异 阳性预示 阴性预示 诊断准确

#

*

9-B8-+ +B+8) *,B,+. 9)B*C, 9DB-DD

I

'

-B-)

'

-B-)

'

-B-)

'

-B-)

'

-B-9

!!

"

!

I

'

-B-)

#与
R(=:

比较&

+

!

I

'

-B-)

#与
"(=:

比较'

EBF

!

乳腺癌不同临床分期血清
R(=:

,

"(=:

水平及
R

"

"

比

值的比较#见表
.

'

表
.

!!

乳腺癌不同临床分期血清
R(=:

(

"(=:

水平及

!!

R

$

"

比值的比较#

VfB

%

临床分期
R(=:

$

G

?

"

@<

%

"(=:

$

G

?

"

@<

%

R

"

"

%!&

期
-B-*.f-B-*, -B..9f-B.+9 -B,9f-B..

'

期
-B-9Cf-B--+ -B9C.f-B9,9

"

-B9.f-B-)

"

,

期
-B-99f-B--C

"+

-B9.9f-B-D9

"

-B9-f-B-C

"

1 .B99C ,B,C. 9CB.C*

I

'

-B-)

'

-B-)

'

-B-9

!!

"

!

I

'

-B-)

#与
%!&

期比较&

+

!

I

'

-B-)

#与
'

期比较'

F

!

讨
!!

论

(=:

是
9

种糖蛋白#相对分子质量$

..

!

.,

%

\9-

.

#由含

*,-

个氨基酸的多肽链组成#是
9

种丝氨酸蛋白酶#具有类似

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的活性'自
*-

世纪
D-

年代以来#它已被

公认为前列腺癌最主要的血清学标志物*

)

+

'而近年来的研究

表明#

(=:

也存在于前列腺以外的多种体液中#如血液,尿液,

唾液,胸腔积液,腹腔积液#甚至存在于女性体内#如哺乳期妇

女乳汁,怀孕妇女的羊水和胎盘中*

8

+

'在血液中#

(=:

主要以

两种分子形式存在*

C

+

!结合形式$与蛋白酶抑制因子结合%与非

结合形式$或游离形式%'

R(=:

占总
(=:

的
9-Z

!

.-Z

#大

约
C-Z

!

D-Z

的
"(=:

与
)

9

#

抗胰蛋白酶$

:3"

%结合#形成复

合物$

(=:#:3"

复合物%'

(=:

是激肽释放酶基因家族$

b<b6

%中
b<b.

的表达产

物#能刺激细胞生长#促进血管形成#降解细胞基层#在恶性肿

瘤尤其是性激素相关肿瘤如前列腺癌,睾丸癌,卵巢癌的发生,

发展中发挥作用*

+#D

+

'乳腺癌是与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的恶性

肿瘤#现有的研究发现乳腺癌组织中
b<b6

的表达异常*

9-

+

'

研究表明#女性体内
b<b.

编码的产物
(=:

主要来源于乳腺

组织#即作为
9

种激素应答的效应分子#

(=:

的基因转录受雄

激素,孕激素,糖皮质激素以及肾上腺激素与其受体结合的调

节#该发现使
(=:

逐渐应用于乳腺癌的诊断中#且越来越受到

重视*

99

+

'

本文运用
3<>:

法检测血清
(=:

水平#结果显示#在所有

女性血清中均有不同水平的
R(=:

和
"(=:

存在#结合
(=:

是前列腺癌主要的血清学标志物#提示
(=:

并不是
9

种组织

特异性或性别特异性抗原'另外#乳腺癌组和良性对照组血清

R(=:

,

"(=:

水平和
R

"

"

比值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#

.

组间

两两比较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I

'

-B-)

%#提示血清
R(=:

,

"(=:

水平和
R

"

"

比值在乳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具有重要临床

价值'

以
R(=:

(

-B-*G

?

"

@<

,

"(=:

(

-B.8G

?

"

@<

,

R

"

"

(

-B9)

为阳性界定值'在
DC

例乳腺癌患者#

R(=:

阳性
.-

例#阳性

表达率
.-BDZ

&

"(=:

阳性
*.

例#阳性表达率
*.BCZ

&

R

"

"

阳

性
,,

例#阳性表达率
,)B,Z

'经
#

* 检验#三者之间比较#差异

有统计学意义$

I

'

-B-)

%&经两两比较#

R

"

"

的阳性率显著高

于
R(=:

和
"(=:

$

I

'

-B-)

%&后两者之间比较#差异无统计学

意义$

I

(

-B-)

%#提示
R

"

"

在乳腺癌诊断阳性率方面明显优于

R(=:

和
"(=:

'

临床研究表明#女性体内产生
(=:

的主要来源是乳腺组

织#其次是尿道旁腺和妊娠妇女的胎盘等组织'

L̂

等*

9*

+报

道#在乳腺组织中#

(=:

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的临床分期和大小

呈负相关#

(=:

的存在表明乳腺癌预后良好#所以#

(=:

可作

为乳腺癌患者预后评估良好的标志#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'本

文结果显示#随着乳腺癌临床分期的逐渐加重#血清
(=:

水平

明显减少#即呈负相关'经统计学处理#

R(=:

,

"(=:

和
R

"

"

在
%!&

期和
,

期患者血清水平中比较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$

I

'

-B-)

%'而肿瘤临床分期是公认的乳腺癌预后评估的重

要指标#所以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#高水平
(=:

是预后良好的

9

个指标#检测血清中
(=:

水平在判断乳腺癌良,恶性及预后

评估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'

通过本组数据分析#血清
(=:

水平的测定尤其是
R

"

"

比

值在乳腺癌诊断和预后评估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#值得临床

推广应用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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